
《百战奇略》计战篇所附战例，为东
汉末年诸葛亮与刘备讨论天下大势的
“隆中对”。诸葛亮通过分析当时曹操、
孙权、刘表等军阀势力的优势、劣势，为
刘备制定统一天下的战略计划：先夺取
荆州、益州为根据地，然后内修政治，加
强实力，同时安抚西南各少数民族，联
合东吴孙权对抗曹操。待时机成熟，从

荆、益二州分两路北伐，最终兴复汉室，
统一天下。

在中国军事史上，毛泽东同志的
《论持久战》必将以高超的战略筹划永
载史册。1937年 7月 7日全面抗战爆发
后，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亡国论”“速胜
论”等错误认识。1938年 5月，毛泽东同
志写下《论持久战》一文，从战略角度客

观分析中日两国实力和外部环境，揭示
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提出中国的抗战
是持久战，胜利终将属于中国等科学论
断。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科学
地预见中国的抗日战争将分为战略防
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 3个阶段。《论
持久战》坚定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
的信心，是指导全国抗战的理论纲领。

百战奇略

“隆中对”与《论持久战》时间上虽
然相隔 1800多年，但都是中国军事史上
著名的战略构想，无不体现着战略筹划
对于军事斗争的重要性。

客观分析敌我实力。“隆中对”中，
诸葛亮认为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
子以令诸侯”，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
世，国险民附，贤能为之辅”。同时，诸
葛亮对于荆州、益州的重要性和所存
在的问题等也有深刻认识。除分析敌
方优势、劣势，诸葛亮也对刘备的优势
进行剖析。在他看来，刘备当时虽然
依附于刘表，但因具有汉朝宗室身份，
“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所
以在政治和舆论上具有一定优势。可
见，对于计战篇的理解不能教条地将
分析局限于敌方，还需要结合己方情
况进行综合分析，如此才能为后续战
略筹划打好基础。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对中
日双方的优势、劣势进行了对比分析。
他指出，日本的优势是“战争力量之
强”，劣势是“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

性”“人力、物力之不足”“国际形势之寡
助”。中国的劣势是“战争力量之弱”，
优势是“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
“是一个大国家”“国际形势之多助”。
相比“隆中对”，《论持久战》对敌我实力
的分析是动态而非静态的。毛泽东同
志认为，随着战争的发展，中国军队实
力将得到提高，日本在经巨大消耗后，
实力将下降，战争后期中国军队将有能
力进攻日本占领区。

制定可行战略策略。根据当时各
派军阀的情况，诸葛亮提出利用刘表集
团（控制荆州）、刘璋集团（控制益州）各
自存在的问题，夺取荆、益二州作为根
据地，发展积聚实力。同时，安抚周边
少数民族，与孙权结盟共同对抗曹操，
创造较好外部环境。蜀汉政权的建立
与发展基本上是按照这一思路展开
的。在此基础上，诸葛亮提出在曹魏出
现内乱或天下形势发生巨变时，从荆
州、益州分别出兵进攻中原，一统天
下。值得注意的是，诸葛亮在推行“隆
中对”构想时，有极大灵活性。蜀汉坚

持将废汉自立的曹魏视为首要敌人，但
对于同样有统一天下野心的孙权东吴
政权，则做出适当妥协和让步，坚持“联
孙抗曹”，减少己方承受压力。

在《论持久战》中，根据中日两国优
势、劣势，以及双方实力的变化趋势，毛
泽东同志提出以多打胜仗、发展游击战
的方式，消耗敌人有生力量，逐渐缩小
敌占区。同时，毛泽东同志也从统一战
线、建设新军、发展军事工业、争取国际
援助和瓦解敌军等许多方面提出如何
壮大我方实力的策略。抗日战争的胜
利证明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策略是可
行和正确的。

完善战略筹划促胜利。虽然“隆中
对”和《论持久战》都体现战略筹划的重
要性，但“隆中对”相比《论持久战》，在
战略筹划方面存在不完善的问题，导致
“隆中对”未达成构想中的目标。

一方面，在统一战线问题上，“隆中
对”的战略筹划存在漏洞。诸葛亮对于蜀
吴之间危及联盟团结的问题并未进行有
效管控，致使盟友反目，在处理蜀吴关系

时也有失误，影响“隆中对”后续构想的实
施。对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毛泽
东同志认为，要坚持以我为主，主要依靠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在同
蒋介石集团的合作中应保持警惕，坚持又
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打击
投降妥协倾向，壮大抗日力量。

另一方面，诸葛亮对荆州的特殊性
不够重视。“隆中对”对荆州有“北据汉、
淝，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的
描述，此地是魏、蜀、吴三国进攻他国，逐
鹿中原，统一天下的“枢纽”之地。诸葛
亮计划将荆州作为进攻中原的出发基
地，却未充分认识到守卫荆州给兵力本
就薄弱的刘备集团带来的压力。“跨有
荆、益”后，刘备集团不得不将兵力分别
部署于荆、益二州。之后，蜀汉兵力进一
步分散，关羽在东驻守荆州，诸葛亮在西
驻守成都，刘备居中驻守白帝城以为策
应。毛泽东同志曾评价诸葛亮的这一
构想导致蜀汉的失败，“其始误于隆中
对, 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
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 安得不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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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月4日，人民解放军运用正

确的战略战术，在鲁南战役中成功消灭

国民党军整编26师和第1快速纵队。战

斗中，我军发展、积累了用步兵装备歼灭

坦克摩托化部队的宝贵经验，体现我军

指战员对兵力、战法、地形等制胜要素的

科学运筹。

隐蔽集结构建兵力优势。鲁南战

役是我军重兵突袭之下的围歼战、剜

心战、速决战。如果把当时的华东战

场比作一盘大棋，集中兵力歼灭一路

强敌就是扭转敌我态势的“破局”棋

眼。战役打响前，敌整编26师、整编51

师、整编 33军对我华东解放区呈半包

围态势，特别是中路进犯的整编 26师

和第 1快速纵队，自恃地面有坦克、汽

车，天上有飞机，根本不把解放军放在

眼里，坦克往返巡逻，保持进攻姿态，

企图伺机夺取临沂，向新年“献礼”。

为歼灭这股强敌、打开鲁南的局面，华

东野战军指挥员陈毅、粟裕决定，在宿

北战役刚刚结束的情况下，部队由苏

北迅速转向鲁南，集中兵力先打强敌，

把蒋介石的机械化兵团吃掉。粟裕特

别强调，各部要隐蔽接敌，突然发起进

攻，战役合围同战术分割要同时进行，

迅速将敌各旅、团分割包围，各个歼

灭，务使敌人无法组织协同和互相支

援。为迷惑敌人，华中野战军第8纵队

司令员兼政委陶勇还根据粟裕指示，

命令部队晚上睡觉、白天行军，行军队

形凌乱不堪，速度又快，在空中看来简

直像“逃跑”一样。

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根据

空军侦察断定，共军白天“流窜”，显然是

“不堪再战”，由苏北向山东方向“溃

逃”。指挥第1快速纵队的整编26师师

长马励武也放心大胆地丢下部队，到峄

县县城看戏。殊不知，我军已集中27个

主力团，于元旦当天拂晓前进入指定阵

地，形成对敌6个团4.5∶1的兵力优势。

战役打响后，我军编成左右两个纵队，既

不留总预备队，也不编组打援集团，左右

纵队呈一个梯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对敌

发起突袭，迅速切断敌整编26师与整编

33军的联系，同时完成战役合围与战术

分割。敌机械化部队即使火力再猛、跑

得再快，在我绝对优势兵力围困下，被歼

灭也只是时间问题。

群策群力找准破敌密钥。鲁南战役

是我军充分发扬军事民主、集智歼敌的

胜利，我军的创造精神和敌人的教条主

义形成鲜明对比。第1快速纵队作为当

时中国少见的机械化部队，下辖1个战车

营、4个榴炮营、1个汽车团、1个机械化搜

索营等，曾仰仗其装甲、机动、火力优势

给华野造成一定损失。在反坦克武器不

多、没有反坦克经验的情况下，我军从上

到下都在反复琢磨，如何全歼这支既扛

打、又能跑的顽敌。战前转移过程中，我

军充分发扬军事民主，一边行军一边进

行打坦克摩托化部队的临战动员。时任

1师3旅旅长的彭德清将军回忆，指战员

们根据坦克的弱点，集中智慧编出名为

“坦克有十怕”的快板：“第一它怕火来

烧，油箱发热怕爆炸。第二它怕壕沟大，

千斤力气没法跨。第三它怕打夜战，砸

掉车灯眼就瞎。第四它怕咱靠近，枪多

炮多都白搭。第五它怕履带断，集束榴

弹炸掉它。第六它怕离步兵，失去依托

没办法……”这一集体智慧的结晶帮助

官兵有效克服对坦克的畏惧心理，并交

流传播了反坦克的“土办法”。相比之

下，国民党军的坦克使用方式有很多错

误，不仅把M3A3轻型坦克作为重型战车

或固定火力点来使用，还一味把坦克作

为步兵的“盾牌”，使机械化作战“开倒

车”。结果号称全美械化的第1快速纵

队，不仅受困于我军民挖出的反坦克壕

沟，还受制于国民党军步兵的前进速度，

最终成为华野官兵简易反坦克战法的打

击对象。事后，蒋纬国检讨：“轻战车讲

求速度，一旦配属到步兵师里，速度自然

无法发挥；另一方面，轻战车装甲薄，敌

人使用一般的反装甲武器就可以将它打

穿，战车要迁就步兵的慢速度，正好给敌

人当炮靶。所以从编组上来看，我们已

经打败仗了。”

有利地形英勇歼灭强敌。鲁南战役

是我军在有利天气、地形下，抓住敌人失

误发起的主场作战。我军敢于以劣势装

备围猎坦克的决心和勇气，是夺取胜利的

重要因素。坦克本适应于平原开阔地带

作战，国民党军偏偏把坦克投入到复杂地

形。敌整编26师和第1快速纵队驻地北

面是山，道路狭窄，不利于机械化部队行

动，却有利于我军隐蔽接敌。南面虽为平

原却地势低洼、河沟交叉，每逢雨雪天就

变成沼泽地，为其覆灭埋下根源。4日上

午，战场上空突降雨夹雪，本就是河沟沼

泽地区的渔家沟、作字沟地区道路泥泞、

田野松湿、行路困难，急于突围的敌军慌

不择路，一头撞进我军预设战场。

敌坦克车队一冒头，埋伏在公路上的

我军战士就把准备好的高粱秸、草堆点

着，霎时公路变成“火路”。敌人见势不

妙，很快由一路纵队变成数路，离开公路

往泥泞地里乱撞。我军将炸药包、手榴

弹、集束手榴弹投向敌坦克，反坦克小组

甚至抱着炸药包，举着捆上炸药的手榴弹

向敌坦克发起冲锋。敌坦克冲到哪里，哪

里就响起炸药、手榴弹的爆炸声。在我军

勇猛打击下，敌坦克在泥泞中前进不得、

四面挨打，被我军炸的炸、烧的烧。仅用5

个小时，这支美械化部队就遭全歼。战

后，陈毅、粟裕在嘉奖令中写道：“鲁南歼

灭蒋介石26师及第1快速纵队之役，我参

战部队人员发挥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

精神，创造了人民军队歼灭现代机械化装

备的蒋军的模范战例，每一参战的指战、

政工、后勤人员，将以参加此次战役引为

个人历史上的无上光荣。”

（作者系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副

教授）

1929年 2月，毛泽东、朱德、陈毅曾
指挥红四军主力，在瑞金以北约 30 公
里的大柏地伏击国民党军队，使红军境
况转危为安。1933年，毛泽东同志再次
来到大柏地，抚今追昔写下了词作《菩
萨蛮·大柏地》，词中“当年鏖战急，弹洞
前村壁”一句便是回忆当时激烈的战
斗，在村前墙壁上留下很多弹洞。

1928 年 12 月，国民党“剿共”总司
令何键，调集 18个团共 3万兵力包围井
冈山。在危急情况下，1929 年 1月初，
我党召开“柏露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
3600多人突进敌后方，迫使敌回援，以
“围魏救赵”解井冈山之围。

1929年 2月 8日，红四军军部抵达
瑞金黄柏圩，通过翻阅搜集来的报纸，
毛泽东同志确定尾追而来的敌人系刘
士毅旅两个团。他们近一个月来一直
紧跟在红军后面，在几次“交手”中均占
了“便宜”，兵骄将傲、武断自大，早已不
把红军放在眼里。朱德军长亲自侦察
地形，发现大柏地麻子坳一带植被茂
密、两山夹一谷，中间只有一条小道纵
贯南北，认为这里利于伏击。虽然红军
各级指战员十分疲劳，但普遍对离开井
冈山以来遭敌一路追缠,恨得咬牙切
齿，决意除之而后快，士气可用。经过
积极宣传，大柏地当地群众逐渐理解支
持红军，给养得到补充。骄兵必败、地
势有利、机不可失，毛泽东和朱德遂达
成在此伏击敌人的共识。

大柏地战斗中，红四军本着“于我
有利”的原则，适时借势、造势，以谋略

战胜敌人。伏击战斗开始前，担任诱敌
任务的红 28 团先头分队，按照既定预
案佯装败退，同时把背包等物资扔在路
上。敌军见我军“不堪一击”，大喜过
望，急于邀功请赏、争先恐后冒进，进入
我军伏击圈。

2月 11 日晨，伏击战斗打响，红军
将士向敌发起猛烈攻击。毛泽东同志
亲自提枪冲锋，极大振奋了士气。在弹
尽援绝之时，红军将士们用树枝、石块、
空枪与敌肉搏，战斗之激烈前所未有。
为把敌人分成两段，严防敌里外合兵，
“整个红军的存亡就看隘口能不能锁
住”。奉命设卡守隘的红 28 团营长萧
克、党代表胡世俭立下军令状：“如果我
们的隘口破了，那一定是敌人踩着我们
全营的尸体走过去的！”正是凭着“牺牲
全营也要用尸体把敌人挡在隘口之外”
的精神气概，红军最终守住隘口，击溃
敌人。

敌两名主力团长被擒获后，我军官
兵一边迎敌应战，一边对敌展开心理战，
高喊：“你们的团长都已投诚，统统放下
武器，否则格杀勿论！”缴获敌旅长所配
“勃朗宁”手枪后，红军指战员挥枪高呼：
“刘士毅弃枪逃跑了，你们已群龙无首，
只有缴械投降才是明智之举！”勇猛的战
斗作风、振奋的军心士气和强有力的宣
传攻势，让敌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纷
纷举手投降。此役，我军毙敌伤敌 300
余人，俘虏800余人，缴枪800余支。
（作者系江西省瑞金市人武部政治

委员）

明代军事著作《百战奇略》，以论述作战原则和作战方法为主旨，结合
100个中国古代经典战例，深入解读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我们特别策划推
出“百战奇略”专栏，通过对比、解读书中列举的古代战例、对应的近现代
战例等，探讨发掘出有价值的内容。

■
刘

楚

原 典

战 例

凡用兵之道，以计为首。

未战之时，先料敌将之贤愚，敌

之强弱，兵之寡众，地之险易，

粮之虚实。计料已审，然后出

兵，无有不胜。法（指《孙子兵

法》）曰：“料敌制胜，计险阨远

近，上将之道也。”

计战篇强调战略谋划对于

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性，认为

在与敌人交战前，要摸清并透

彻分析敌我双方的优势、劣势，

以此为基础进行正确的战略筹

划和军事部署，方能百战百胜。

开栏的话

计谋分析

一举全歼敌美械化纵队
我军鲁南战役——

■王芳芳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
■刘 波

链接历史

史说新语

陈毅等我军指战员在缴获的美制坦克前留影

大柏地战斗旧址 李泽民摄

“弹洞前村壁”中的“前村”今景 李泽民摄

今天的古隆中

战 例


